
摩诃止观 8 1 

摩诃止观 

第八讲 

（智者大师）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一心三观修得如何？用得上吗？好用吗？有没有试试看？一般就是对

你最执着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来练习，看你什么还看不破、放不下的，这样

的一个对象来观，他是因缘所生、他是生灭无常、他并不是真实有，不管你

最在意的是事业、家庭、子女，还是动产、不动产，都一样。把它作为你的

所观境，明白它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的怎么观？就是「空观」。 

  只要生灭无常的有为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空观」等于是泯一

切相，泯就是消除，消除一切相。消除一切相，不是一切相没有了，而是消

除对一切相的执着－以为它是真实的，主要是对「有」的执着，我们用「空

观」来破。所以「空观」它主要就是泯一切相，可以泯除一切相，也是达到

所谓的「无相」。泯一切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事业、家庭、子女、

动产、不动产，还是有，只是它不是真实有。所以我们又要从空出假，来一

个「假观」。 

  「假观」又是立一切法，立一切相。但是这个时候，立一切相就不是原

来的那个以为一切相是真实有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再立，是从空

中再生出一切法来。所以一切法从哪里生起？也是从空性当中生起。所以，

又能够立一切相，但是这时候的一切相、一切法，就是幻有、假有，不是真

实有。所以在泯一切相的同时，又能够立一切相，这样是不是空有不二？就

是中了，就是「中观」。 

  所以在一切有为法的当下，我们可以泯除一切相，不要把它当作是真实

存在的。但是，泯一切相的同时，并不是表示没有一切相的存在。宛然存在，

好像梦境，好像镜中相一样的，如幻假有。所以等于是泯一相的同时，又能

够立一切相，是不是空有同时？这样有没有比较明白？所以不是说这一切现

相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然后就都没有了，不是，如幻假有。如幻假有的同时，

又明白它是性空的；性空的同时，又能够生起一切如幻假有的法，这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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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三观」。 

  我们再练习看看，你们就可以把你最执着的对象拿来好好的观一观，看

可不可以当下把他观破。当下一念心当中，同时具足空、假、中三观。 

  （练习一心三观） 

  好，我们练习到这里。 

  我们上一堂介绍到慧思大师，他在精进用功了三个月之后，起大忏悔。

觉得自己三个月空过时日，然后也没证果，所以就在他要靠墙壁，还没靠到

的那一刹那，就顿悟法华三昧，彻悟一切大小乘的法门。这一段纪录是告诉

我们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精进用功至少三个月才会有效果。就是我们平常每天早上坐

一坐，晚上坐一坐，效果才刚刚开始，然后又要去开始忙了。像早上坐完就

冲出去上班，或者是忙红尘俗事，所以效果不是很好。尽管是有一个礼拜能

够好好地用功的话，也是效果没办法持续。大家有精进一个礼拜就知道，前

面三天就是还在混乱当中，第四天、第五天好不容易好一点，第六、第七天

就出来了，所以也是很快又打回原形。所以，至少要三个月，它的原因就是，

你要调身调心，还要契入你所修的法门，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前面

可能就调身就要调很久，因为我们原来一定是四大不调，五脏六腑也不是很

健康，所以前面都在调身调身。然后心也是从那个胡思乱想、妄念纷飞，一

直到好像慢慢可以宁静下来，它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光是调身调心的时

间就已经很长了。身心都调好之后，你才可能契入境界，不管你今天修的是

什么法门。契入境界到跟这个境界相应，也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

再继续用功看三个月可不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三个月

它是最短最短的期限了。 

  至于有些是三年，三年的话就是我们全身的细胞死亡再生、死亡再生，

全身的细胞，不同部位的细胞，生跟死的、新陈代谢的时间不太一样，有脑

细胞，还是全身的各个的细胞，他的生死的期限是不一样。可是你要全身的，

所有的细胞全部换完，就是需要三年。脱胎换骨，每个细胞都全部转成新的，

全部转成新的应该是比之前好，然后健康。因为你在专修，你在闭关，所以

你要把原来那种生病的、不健康的细胞全部转换成健康的，然后充满慈悲智

慧的细胞，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所以三年为一个期限，也是有他的理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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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要全部新陈代谢，全部走完一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告诉我

们的重点，就是有机会的话，专修或者是闭关，是比较能够快速成就的一种

方法。 

  第二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大忏悔」。为什么起大忏悔之后，马上就

彻悟法华三昧，顿悟一切大小乘的法门呢？重点就在这个「大忏悔」。它是

最快速的消灭我们业力的种子，让业力的种子最快速清净的方法，就是「大

忏悔」。所以这个忏悔，不是「大忏悔」，「大惭愧」，讲错了，起大惭愧心。 

当然这个「惭愧」跟「忏悔」它有直接的关系，像我们都知道，做错事情要

忏悔，可是会不会很快又犯了？听说忏悔可以重报轻受、长报短受，所以我

做错事情，身口意三业有违犯的时候，我就赶快忏，是因为能够怎样？做生

意的心理，能够长报短受、重报轻受，这样子效果也是不好的。就算没有这

个做生意的心理的话，也是你忏悔完不久以后还是犯同样的错误。那你就会

说，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没办法呀、我的习气太重、我的业力太重，然后

又唬弄过去了，可是还是一样，效果不好。我们现在就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了。出在哪里啊？为什么忏悔忏完了又犯了？问题出在哪里？（没有起惭愧

心）是的。重点就在我们现在讲的－没有起大惭愧心。就想说我做错我就忏，

忏就是忏以前已经造的，我忏希望它能清净；悔就是我不要再犯，不要重复

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忏过去已经造的，因为已经造的来不及了，然后我再

提高警觉，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如果效果还是不好的话，就是没有

起惭愧心，没有真正的起惭愧心。 

  什么叫惭愧心呢？大家念完百法都知道，什么叫惭愧心？惭自愧他，惭

是对自己，觉得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愧就是愧对他人。我对不起自己，又对

不起别人。我对不起自己的修行，或者是我虽然是很努力想要持戒清净，但

是我还不断不断地会犯。那是因为我的无明也没破，然后我的见思烦恼，然

后尘沙烦恼都还在，惭愧自己没有除这个三惑。虽然学佛修行这么久，但是

我的修行今天自己检查一下成果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很愧对自己的修行？

那我要愧对谁呢？惭自愧他，他是佛陀、释迦牟尼佛，这么慈悲说法四十九

年。他老人家就是所有的法门都传完了，小乘、大乘、金刚乘全部都讲完了，

上根、中根、下根，不管你是什么根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所有的法门

都传完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没办法证果？没办法成就？所以我就是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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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这么样的慈悲说法。也许我也没有真正地发菩提心，然后也没有真实地

生起出离心，所以我也是愧对，从佛陀、诸佛、菩萨，到善知识、上师、师

父都有愧。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能够比较快速地清净我们那些业力，或者

是烦恼的种子，它效果会比较好。可是我们都是说，我忏悔然后就完了，也

没有说对自己交代不过去，然后也没有说佛陀不好意思。就是我不管修什么

法都没有成就，那是不是要有一些惭愧，生起惭愧心。 

  所以这一段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几个重点。就是长时熏修，能够闭关

或者是专修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当我们破戒，或者是有违犯的时候，我们

要起惭愧心，真正的起惭愧心，消灭业力种子的效果会比较快速一点。 

  在成就了这些法门之后，就开始专弘大乘。起先就是在河北一带宣说大

般若经为主，以大乘的止观为修行的法门。我们也说到，他不断不断受到北

方论师的毒害。除了这个法门的关系，就是他宣说的是大乘止观的法门，跟

当时的声闻乘的法门是不同之外，说的是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跟当时小乘的

思想不同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慧思大师的徒众日益增加，虽然战

乱不断。因为我们知道慧思禅师他在弘法的这段期间，他有一个转折点，就

是在大苏山，还有光州，到大苏山，这个前后的十四年当中，也就是公元

554 年到 568 年，这十四年当中是慧思禅师佛法事业，还有止观学说一个很

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知道光州就是在陈，还有北齐两国的边境，边境就是战火不断，虽

然战火不断，可是学子慕名而来的这些佛子，勇猛地躲过炮灰，就是炮火，

不断不断地投奔在慧思禅师的门下。因为他们都认为是重其法、轻其身，轻

其身而重其法，就是他可以轻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最重视的就是佛法，我

一定要听闻到佛法，听闻到正法，听闻到大乘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心。就

是忽夕死、庆朝闻，就是傍晚突然就这样子走了，可是我很庆幸早上能够听

闻到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从各地不断不断地越过边境到慧思禅

师的门下。人数有多少呢？书上形容充满了整个山林这么多的徒众，也是因

为信众那么多，所以北方论师他的徒弟愈来愈少，都跑到慧思禅师的门下去，

所以他才会想要毒害慧思禅师。 

  这个时候二十三岁的智者大师，他也是慕名前来亲近慧思大师，一见到

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就赞叹说：「你我昔日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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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你我在过去世一同在灵山会上同听《法华》，我们是同学，一同听佛说

《法华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宿缘，宿世的因缘所追，你现在又来了，就是

说我们又见面了。这个就是灵山亲承的，我们说天台的传承，这是灵山亲承

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来的。 

  智者大师亲近慧思大师最主要学习的就是般若的「一心三观」，还有《法

华经》的「法华三昧」，以这个为主。所以有一次，智者大师诵《法华经》，

诵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恍惚之间，还看见灵山法会，俨然

未散，然后就进入一种说不出的境界来，微妙的境界。这时候慧思禅师就说：

「非汝莫证，非吾莫识，此乃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此乃初旋陀罗尼。」这段

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莘莘学子当中，只有你最有资格证到这样的一个境

界－法华三昧的前方便。所以是「非汝莫证、非吾莫识」，这么多的禅师当

中也只有我最有资格，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曾经彻悟法华三昧。所以我现在

才能真正识得你真的是什么境界，就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就是非你莫属，

也非我莫属这样的意思。 

  什么叫「初旋陀罗尼」呢？「陀罗尼」我们都知道，它是「总一切法，

持无量义」，叫做「总持」。「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它能够总摄，

然后忆持，忆念保持无量的佛法，在你的心中不会忘失，它就是一种念慧力

的成就。像我们一听完「一心三观」，回去就忘失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证

到「陀罗尼」。所以只要证到「陀罗尼」的人，他能够总摄一切佛法，不管

你说的是小乘、大乘、金刚乘，还是任何的法门，他全部能够总摄到他的心

中，而且还可以忆念保持不会忘失。我们从学佛到现在，听了多少佛法，有

没有办法忆念保持不忘失呢？没办法。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证得「总持」，是

正常的。所以不但能够总摄一切的佛法，还能够忆念保持无量佛法的义理不

会忘失，这个我们就称为「陀罗尼」。 

  为什么叫做「旋陀罗尼」？它叫做初步的「旋陀罗尼」，这个「旋」的

意思就是说一切法可以总摄到你的心中，然后你又可以旋转出一切法，为众

生来宣说。无量的妙义，佛法任何的义理，也可以旋转到你的心中，就是总

摄忆念保持到你的心中，然后再旋转出来。所以你就能够对不同的对象宣说

不同的法门，絶对不会错误。你知道他的根性，然后现在当下的因缘最适合

什么法，这个就是「旋陀罗尼」它的效果，它的成效。所以智者大师他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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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证悟了之后，从此以后在大众当中能够自由自在地佛法，口若悬河，

辩才无碍，我们就知道，他是这样子来的，他是证得「旋陀罗尼」来的。 

  智者大师他是出生在梁武帝时代的人。梁武帝那时候最盛行什么？我们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做功德，建庙、度出家人。所以他是公元 538 年，梁武

帝的那个时候出生的，出生在湖南华荣县。出生的时候一定要不一样，所以

他出生的房间就放光。书上记载的就是光明满室，就是说光充满了整个房间，

房间能够放大光明，就说出他出生跟一般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七岁的时候就

能够背诵《普门品》等等的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神童，这么小就能够背经。

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湖南长沙的果愿寺出家，随慧旷律师受具足戒。这个

时候学习的就是《方等》《摄大乘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等这些经论。 

  在受具足戒不久就到大显山去专修，闭门专修《法华经》《无量义经》

《普贤观经》，所以就有一些体悟在心中。当他二十三岁亲近慧思禅师的时

候，为什么马上得到慧思禅师的赞赏的原因就是除了宿世因缘所追之外，他

也在大显山对《法华经》闭门修行，也是有一些心得在里面，所以才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赞叹。 

  智者大师亲近慧思禅师七年之后，慧思禅师就嘱咐智者大师下山，就是

说希望他能够传灯化物、续佛慧命，继续弘扬大乘佛法，还有大乘的止观。

第二年，慧思禅师也到南岳衡山，从此以后他们师徒就很少见面。所以我们

就知道，智者大师从慧思禅师那边传承的，是他早期的思想。在南岳衡山之

后，因为很少接触，他弘扬的是主要是前期的止观的思想，然后他也在慧思

禅师那边学习到了北方禅师那种坚毅笃实的实践风范。 

  北方就是以禅坐、禅修为主；南方义学，义学就是讲义理的，用讲的，

学佛修行比较偏重在讲义理，比较忽略实修。北方就是没有跟你讲这么多，

就是打坐修行，也跟他们的气候有关系。他们秋天收成之后，一个寒冬这么

长，要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再耕种，所以这么长的时候做什么呢？打坐最好。

所以北方重禅修的原因，也是跟气候有关系。外面在下雪，里面在禅修也是

身心很温暖，然后也容易有一些证悟。所以北方这种笃实的禅修的风范，智

者大师就是在慧思禅师身上学到了这种坚毅，然后笃实实践的止观风范。智

者大师是南方人、湖南人；慧思大师是河北人。一个南下，一个北上，也是

开创了南北学风统一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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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他们师徒俩分开之后，智者大师就应当时陈宣帝的邀请，进入瓦官

寺来说法。这个时候说的主要是《大智度论》，还有《法华经》，以这个为主。

我们刚才说了，南方重义学所以忽略禅修。所以这个时候智者大师也想为这

些南方的学者，告诉他们怎么很有次第地来修习止观，所以这个时候智者大

师说的是《释禅波罗蜜》。 

  《释禅波罗蜜》就是以禅为主，释禅就是解释禅定，禅定波罗蜜就是《大

智度论》里面讲到禅定波罗蜜。主要是讲禅定波罗蜜怎么来实践，所以他就

是以禅为主。那《释禅波罗蜜》我们也刚刚修完，也讲完，我们就知道整个

《释禅波罗蜜》的架构就是以禅为中心。它分成「世间禅」、「亦世间亦出世

间禅」、「出世间禅」，还有「非世间非出世间」，这个部分智者大师是没有讲

的，但是他当初的架构是把禅分成这四个内容，他只说了三个内容。「世间

禅」就是四禅、四无量心，还有四空定，这个我们都修过了；「亦世间亦出

世间禅」，我们也修过了，就是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禅；「出世间禅」，

我们也修过了，对不对？观禅、练禅、熏禅、修禅。有没有？从八背舍一直

到超越三昧，这全部的内容是属于「出世间禅」。我们就知道，智者大师是

很有次第地来介绍禅法，大乘的禅法。 

  那为什么说《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我们才讲了一点点，还没讲完。

《大智度论》就是他主要是有般若的系统、般若的学说在里面，又有止观的

实践在里面。所以我们看《释禅波罗蜜》大部分的八背舍、八胜处，到十一

切处，《大智度论》里面都有，《大智度论》里面把所有的止观的内容也是说

得非常非常地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智者大师他是一面讲《大智度论》，

一面带大家修习止观。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在金陵瓦官寺弘法八年，就这样过

去了。 

  他经常感叹，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感叹什么呢？学习的人愈来

愈多，但是能够领悟的人愈来愈少。他是觉得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效果并

不是很好，你要利他的话，可是领悟的人这么少，效果不好，再加上忙碌对

自己的修行也有一点点的担误。不过朝野上下大家都挽留，毅然决然决定到

天台山去隠居修行。所以他弘法了八年之后，就进入天台山。天台山他待了

九年，主要是做什么事呢？白天为大众宣说佛法，晚上带领大众，大家一起

来修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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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期间，就是金陵弘法八年，到天台山隠居这个中间，第一个

讲的是《释禅波罗蜜》，第二个讲的就是《六妙门》，它是不定止观。《释禅

波罗蜜》是渐次止观，它是很有次第地来介绍止观，是以禅为主。第二部不

定止观－《六妙门》，他就是以止观为主，有止有观。为什么会有《六妙门》

的产生呢？最主要就是早期传入声闻乘的安那般那数息法，然后再加上《法

华经》的开权显实，所以他就把不定止观，这个《六妙门》每一门都可以进

入实相，就是受到了《法华经》开权显实。开权法，权法就是方便善巧，最

后的目的是什么？全部都要归在实法，中道实相。受了这样一个《法华经》

的影响，所以他就宣说了《六妙门》。以早期的声闻安那般那为基础，加上

《法华经》的思想进入在里面，所以《六妙门》的每一门都可以证果的原因

在这里，都能够趋入实相，这就是第二部讲的《六妙门》。 

  第三部他讲的是小止观，《天台小止观》，小止观就是介于《释禅波罗蜜》

跟《摩诃止观》中间，所以思想上他是《释禅波罗蜜》为主，但是形式上是

《释禅波罗蜜》的那种修行。思想上有《摩诃止观》、圆顿止观的思想刍形

在里面，也是以止观为主。所以我们就知道，《六妙门》跟《天台小止观》

是以止观双修，定慧等持，为主要宣说的内容。 

  在天台山苦修，为什么说他苦修呢？就是白天宣说佛法，然后晚上带大

众来修习止观，过的是头陀行，就是苦行的生活方式。所以九年等于是在修

头陀行，头陀苦行。过着跟猿猴为友，白云为伴的苦行生活，书上是这样记

载的，这样子过了九年。那为什么会离开的因缘呢？就是朝廷不断不断地召

请智者大师，说你天台山也待了这么久了，都快十年了，你再回到京里来弘

法吧！这样请一次，他拒絶了；请两次，拒絶了；三次、四次，都拒絶了；

五六七八次，终于答应说好吧！就再回金陵弘法。这个时候他说的还是《大

智度论》，还有因为朝廷，又多讲了《轮王经》之类，所以还是以《大智度

论》为主，主要宣说的内容。 

  这样子一直弘法到他四十八岁，一直到五十六岁，所以又过了八年。智

者大师有三大部，你们听过吗？《法华文句》《法华玄义》，还有《摩诃止观》，

这个又称为智者大师的三大部。所以他第二次到金陵弘法，他还讲了《法华

文句》，文章的文，句子的句。之后，他五十六岁的时候，到湖北扬子江附

近有一个玉泉山，在玉泉山建了玉泉寺。在那边继续讲《法华玄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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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止观》，是在这个时候讲的，他晚年的时候讲的。据说，玉泉寺现在

还留有毗庐殿、大雄宝殿、东西禅堂，还有智者大师说法台，据说现在还可

以看到这些。 

  等到五十七岁的时候，智者大师就到扬州讲《维摩经》，五十九岁的时

候回到天台山，六十岁的时候就圆寂，所以他享年只有六十岁。五十六岁、

五十七岁在玉泉山玉泉寺。五十八岁到扬州讲《维摩经》，五十九岁回天台

山。六十岁也就是公元 597 年，因为他是 538 年出生的，597 年刚好六十岁，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为大众宣讲观星论，讲完之后，他就在石城寺，石头城

的石城寺，也就是天台山的西门，在弥勒圣像的面前结跏趺坐，就这样子安

详地圆寂，这就是很简单地介绍智者大师。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天台止观，就

要对天台的每一位祖师有一些认识，然后知道他们是怎么用功，对我们的修

行也会比较有信心一点。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